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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情勢： 

香港大學教授戴耀廷日前在臺灣就香港未來發展議題表示，「獨立國家」或為香

港可能發展模式，引發中共及香港建制派批評，並要求香港大學將之解聘，惟港大回

應戴氏違法才會處理；香港行政長官(特首)林鄭月娥因在前述戴耀廷案及 5 月香港記者在

中國大陸採訪遭毆打事件中，未能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，導致支持度大挫 10 個百分點；

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因倒插中共國旗，建制派議員以渠公開及故意羞辱「國旗」，提出

譴責動議，惟在泛民主派力保下，該動議案於 5 月間遭否決；香港中聯辦主任 4 月間

稱香港為「國家安全風險點」，力促港府進行「基本法」第 23 條立法，惟林鄭月娥指

目前尚缺乏有利於立法之環境。 

香港本土派社運人士梁天琦等人因涉 2016 年 2 月「旺角騷亂」案，6 月間被法院

以暴動罪判處 6 至 7 年重刑，加拿大、英國等批評港府以法律限縮言論自由；因就職

宣誓無效被剝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本土派人士劉小麗，5 月間宣布撤回其議員資格的上

訴案，港府爰訂於 11 月 25 日舉行該議席之補選，劉小麗料將再次參選；香港民間團

體於 6 月 4 日舉行「六四」29 週年燭光晚會，11 萬 5 千人參加，較去年增加，與會人

士無懼中共威嚇，仍高喊「結束一黨專政」口號；民調顯示，有超過 3 成的港人認為

沒有責任推動中國大陸民主，創 1993 年來新高。 

香港 2018 年首季經濟成長 4.7%，連續第 6 季高於過去 10 年平均，失業率維持

2.8%，貿易及旅遊等行業失業率跌幅明顯，通貨膨脹壓力溫和；香港自全球競爭力榜

首落居第 2，居於美國之後，主因在「基礎建設」評分較低。 

港府 4 月間要求修改教科書對中共治港描述，並擬將中國歷史單獨成科等，遭批

配合北京施行愛國教育，損害教育專業；香港中文大學 6 月發布報告指，曾赴中國大

陸交流之香港青年對中國大陸政治及經濟前景看法，均較未曾赴陸的青年悲觀，顯見

港府推動的青年赴陸交流計畫僅獲反效果；港人對香港新聞自由評分創 2013年以來新

低，主因在媒體自我審查情形日益普遍；香港律師會憂心「國歌法」有違反「基本法」

之虞，社民連等團體要求港府撤回現時「國歌法」建議文件，並進行公眾諮詢。 

香港特首上半年分別外訪印尼、泰國與歐盟，除與各國高層官員會面，並推介「粵

港澳大灣區」與香港優勢；歐盟、美國分別於 4、5月發表年度報告，稱中共干預香港

自治事務日深，致香港人權自由倒退，另「無國界記者」及「人權觀察」等國際組織，

於 4 月至 6 月間分別發表報告或致函港府，針對北京及港府相關作為對於香港新聞自

由及人權發展的限制表示擔憂；美國國務院 6月底發表「2018販運人口報告」，指港澳

對於色情活動販運人口問題之處理待改善，將彼等列入 2級觀察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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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情勢：澳門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蘇嘉豪涉「加重違令罪」案，被法院判「非法集會

和示威罪」處以罰金，由於未被判處30天以上刑期，並未喪失議員資格，惟仍有輿論

憂慮該判決將限縮澳門未來集會自由；澳門今年首季經濟成長9.2%，主要由服務出口

及私人消費帶動，失業率維持約1.8%低點；澳門與越南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協定，有助

澳門實現國際稅收透明與稅務合作的要求；澳門特首崔世安於5月間率團訪問柬埔寨

及泰國，簽署經貿、旅遊、文化、青年及城市合作的備忘錄。 

 

臺港澳關係：臺港澳民間交流熱絡，人員往來及教育交流熱絡。立法院三讀通過「國

際刑事司法互助法」，將陸港澳列入刑事互助範圍，法務部表示，是項立法對臺港司法

互助有一定幫助；2017/18 學年度在臺港生共 8,329 人，較前一年度增長 10%；陸委會

於 6 月 30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，香港移交 21 年來，人權自由倒退受到關注，呼籲中國

大陸回應香港自由民主訴求，並盼港府以開放及務實態度，致力發展更緊密的臺港合

作關係；香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等於 6 月在臺參與座談會時稱，中國大陸矮化「一國

兩制」，呼籲臺灣多為港自由法治發聲；澳門民航局核准暑假臺澳航線加班機 133 班，

較去年同期增長 6 成。陸委會於 5 月至 6 月間陸續舉辦「香港學生金門體驗營」、「港

澳青年臺灣知性之旅」及「在臺港澳學生澎湖探索體驗營」等活動，共有近百位在臺

就學港澳生及來自港澳學生參加，體驗臺灣離島特有的文化發展樣貌及人文風情。 

 

陸港澳關係：中國大陸政治局常委、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接任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，

評論稱考量韓正負責「一帶一路」及「粵港澳大灣區」，由其接任該職位，反映未來北

京對港澳工作重點在經濟發展；韓正於 6 月間陸續接見港澳特首，要求港澳積極參與

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；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表示，中國大陸憲法除社會主

議制度條文外，都可適用於香港，引發違背「一國兩制」等諸多批評；中國大陸回應

香港科學研究學界請求，允許境內科研項目經費資助香港相關科研項目，評論認為，

有助確立香港在「大灣區」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角色；林鄭月娥 6 月訪歐後赴北京與韓

正會晤，外界揣測與北京擬採「聯歐抗美」策略應對美中貿易戰爭有關，並希避免過

度強調大灣區一體化，港澳失去橋樑角色；香港「中聯辦」控制香港逾半書店，論者

批評係破壞「一國兩制」；香港中文大學 6月間民調顯示，逾 5成港人認為香港在大灣

區發展中並無優勢，逾 7 成不認同大灣區能為香港經濟帶來好處；香港立法會 6 月在

嚴重議事衝突中通過廣深港高鐵「一地兩檢」條例，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站未來將

劃設「內地口岸區」實行中國大陸法律，廣深港高鐵可望於 9 月通車；澳門設立粵澳

合作發展基金，由澳府出資人民幣 200 億元，投資大灣區建設相關的粵澳經濟民生等

項目；澳府與澳門「中聯辦」共同啟動扶貧工作，並以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

從江縣作為扶貧對象。 


